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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这部书稿的问世，说来话长。
其初稿本是我为讲授中国书法史写的讲义，除开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外，还有其他各个朝代的部分。
大体都写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底至90年代初，此后不间断地参与了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卷本《中国书法
史》、中美合作项目《中国书法艺术》等撰写工作，分给我的工作都是元、明、清部分。
七卷本《中国书法史》中的元明卷即是以初稿本为基础，扩展加工重新写成的。
以后《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》部分，在1996年被立项为文化部艺术类九五研究生重点教材。
可是不久因国家体制改革，文化部与艺术院校脱钩，这样立项自然不复存在。
2001年该课题重又获准为江苏省教育厅项目，2003年底我完成后结项，却因其他工作而无暇顾及出版
。
199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校书法教材《书法篆刻》，是我与李昌集、庄熙祖先生合作完成的
，其中《中国书法艺术史略》一章，当是我涉足书法史的开端。
在先秦至汉代部分，面对新出土的考古资料，是不容回避的新课题，其中因秦简的不断出土，关于隶
变问题尤为显得重要。
然而，我注意到当人们纠正所谓“小篆生隶书”的旧说时，仅仅将古隶的母体归属于“大篆”，这当
然非常重要。
但是这种纠正的同时，却忽视了古隶从秦统一文字后至西汉中期向成熟隶书的发展中，其隶变对象已
转向小篆。
基于古隶作为民间俗体，其重要特征便是始终以官体文字作为隶变对象的认识，我提出了秦统一文字
后，古隶迅速走向定型、成熟，是小篆作为官体文字成为古隶唯一的隶变对象的结果。
关于古隶书手墨迹的笔法，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。
这些古文字手书墨迹，古文字学家大抵只关心其音、形、义的研究，而对其如何“写”则漠不关心。
但是无论是从文字演变的角度来说，还是从书体发展的角度来看，“写”的研究都是不应该忽略的。
我注意到这些古隶墨迹，其笔法的内在发展规律是在快写和圆弧笔势运动中产生的，这种有规律的笔
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时期手书墨迹的风格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如《云梦睡虎地秦简》和许多古
隶墨迹来获得印证。
此外，近代以来大量汉代简牍帛书墨迹的出土，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。
我以江淮汉简与西北汉简两大板块来分析不同的汉简书法风格，也是一种尝试。
上述观点虽最初写入了《中国书法艺术史略》，而在《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》中我依然强调了这些
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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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近十年来，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，如《中国书法史》七卷本中丛文俊
兄的先秦、秦代卷，华人德兄的两汉卷，刘涛兄的魏晋南北朝卷，皆成果累累，又如张天弓兄关于先
唐诸多早期书论的考辨、祁小春兄关于二王书迹书事的考辨和研究，更有很多青年学者在硕博士论文
中发表的精辟见解，这些都从各种角度使研究更加深入。
　　黄惇教授注重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并重，以篆刻和篆刻理论擅名于世。
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。
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黄惇主编的《书法篆刻》教材，至今已重印逾十万册。
他所著的《中国古代印论史》，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。
《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》96年被定为文化部艺术院校重点教材之一。
本书共分三卷，第一卷为秦代书法、第二卷为汉代书法，第三卷为魏晋南北朝书法。
本书内容丰富，讲解通俗易懂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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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第一卷 秦代书法第一章 概论公元前221年，秦王赢政，灭六国，自号“始皇帝”，建立了我国
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。
由于秦王朝推行暴政，故不到十五年，便被六国残馀贵族及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所推翻。
第一节 书同文字与秦书八体秦王朝为巩固统治，曾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。
即：车同轨，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货币，废分封，置郡县，徙六国贵族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，
销毁兵器，禁止私学，集中全国图书，制定严酷刑律，筑长城等等。
在一系列政策中，统一文字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据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。
叙》记载：“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，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
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也。
”这里所说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，即是在原战国秦以外六国所使用的文字中，将与秦文形构有异的
文字废而不用。
因此书同文就是以秦文字为基础，对当时的文字进行规范和整理。
“书同文”之后的秦篆——小篆，成为了秦王朝标准的官书正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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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》是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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